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

13位ISBN编号：9787106012267

10位ISBN编号：7106012262

出版时间：1963-2

出版时间：中国电影出版社

作者：程季华 编

页数：53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

内容概要

　　电影是一种最年轻的艺术，也是一种成长得最迅速的艺术。
电影的历史发展，虽然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归根结底，它也仍然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
映，所以它也不能脱离这个一般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世界电影的历史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都不断地证明着毛泽东同志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断的
正确。
 这部《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第一次的、极为初步的关于中国电影历史情况的一份调查报告。
它就目前所可能搜集到的材料的基础上，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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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三编进步电影运动的新阶段和人民电影的兴起（1937年—1949年） 第六章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
（1937年—1945年） 第一节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中国电影界 一、电影界救亡团体的成立和《保卫芦沟桥
》的演出 二、爱国电影工作者纷纷参加救亡戏剧工作 三、“中电”、“汉口摄影场”和纪录八路军
平型关大捷的新闻纪录片 第二节武汉时期的抗战电影运动 一、电影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及其意义 二、政治部的成立和抗战电影制作的活跃 1.“中制”在
政治部三厅领导下进行工作 2.第一部抗战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 3.鼓吹抗战的影片《热血忠魂》及
其问题 4.根据真实事迹拍摄的《八百壮士》 5.抗日新闻纪录片和鼓动片的大量摄制 三、国际进步电影
工作者来中国拍摄抗日纪录片 1.约里斯·伊文思第一次到中国和他摄制的《四万万人民》 2.罗曼·卡
尔曼对抗战中国的访问及影片摄制活动 第三节相持阶段初期的影片创作和斗争 一、抗战形势的新变
化和抗战电影运动的新发展 二、“中制”及其抗日影片制作 1.编导委员会的加强和制片工作的展开 2.
宣传军民合作团结抗日的《好丈夫》 3.日本被俘士兵参加演出的《东亚之光》 4.反映湘北军民英勇抗
战的《胜利进行曲》 5.描写附逆分子觉醒的《火的洗礼》 6.表现宣传队活动鼓吹军民合作团结抗日的
《青年中国》 7，号召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塞匕风云》 8.暴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滔天罪行的《日
本间谍》 9.纪录少数民族支援抗战的纪录片《民族万岁》及其他 三、“中电”的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
1.沈西苓最后的电影创作《中华儿女》 2.描写战时空军生活的《长空万里》及其他 四、西北影业公司
的成立及其创作 1.反映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 2.表现西北人民英勇抗
敌的《风雪太行山》和《老百姓万岁》（未完成） 五、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后抗日影片摄制工作被迫停
顿 第四节贯注了新血液的南中国电影——香港 一、进步电影工作者南下和粤语片《血溅宝山城》、
《游击进行曲》的拍摄 二、国语片《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前程万里》的成就及意义 三、
进步文化工作者转移香港和对粤语抗战电影制作的推动 四、粤语片《小老虎》、《民族的吼声》及其
他 第五节 “孤岛”电影运动和敌伪对电影的垄断 一、进步文化工作者坚持阵地及对电影商人的劝告 
二、《木兰从军》的摄制和所谓“古装片”的泛滥 三、《花溅泪》、《乱世风光》等片的摄制及其意
义 四、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电影的垄断和汉奸电影的出现 第六节在中国抗战大转变的前夜 一、第
三次反共高潮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文化工作迫害的加剧 二、进步爱国电影工作者参加戏剧运动和对
外国进步电影评论工作的加强 三、“中制”恢复影片制作和美化国民党警察统治的《警魂歌》 四、
电影戏剧工作者广泛参加民主运动 第七章为人民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而斗争（1945年—1949年） 第一
节在反动派垄断和加剧迫害下艰苦复杂的斗争 一、迅速发展中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 二、国
民党反动派对电影事业的垄断及对进步电影运动的 迫害 1.四大家族“劫收”和独占了电影制片事业 2.
垄断发行放映市场的“中央电影服务处”  3.对民营电影公司的排挤、迫害和拉拢 4.加紧迫害进步电影
运动的种种恶毒手段 三、卖国的“中美商约”和美国影片的倾入 四、进步电影工作者制定方针投入
斗争 第二节利用反动基地，拍摄进步影片 一、反动电影制片厂内部的斗争和反共影片摄制阴谋的破
产 二、颂扬国民党特务的《天字第一号》和其他反动落后影片的拍摄 三、进步影片的创作成就及其
影响 1.陈鲤庭编导表现妇女在抗战中觉醒和成长的《遥远的爱》 2.汤晓丹导演描写战后知识分子悲剧
的《天堂春梦》 3.沈浮编导的两部影片——从《圣城记》到《追》 4.张骏祥和暴露反动派“劫收”丑
剧的《还乡日记》与《乘龙快婿》 5.陈白尘、陈鲤庭合作描写战后小市民生活遭遇的悲喜剧《幸福狂
想曲》 6.金山编导表现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松花江上》 7.略具现实意义的《街头巷尾》及其他影片 
第三节战后进步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 一、从联华影艺社的成立到“昆仑”的兴起 
二、“昆仑”影片创作的重大成就 ⋯⋯ 第八章人民电影的兴起和成长（1938年—1949年） 影片目录
（1937年7月—1949年9月） 片名索引 人名索引 插图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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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是，尽管屠光启要竭力为国民党的特务统治涂脂抹粉，他也没有办法能在影片中捏造出
国民党的特务到底是如何“爱国”，如何成为“民族英雄”的？
相反，屠光启（还有陈铨）倒是不打自招地把国民党特务和汉奸的千丝万缕、水乳交融的关系，“真
实”地表现了出来。
《天字第一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程度，以致连一些为
《天字第一号》鼓吹的反动影评，也不得不“备陈其不足”。
进步电影工作者对这部无耻的影片，只是嗤之以鼻。
 继《天字第一号》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还拍摄了一些类似《天字第一号》的反动影片如《粉墨筝笆》
等。
一些投机营利和别有用心的大小公司，也纷纷竞摄这类歌颂国民党特务的影片，一时形成了一股妖风
。
 1946年8月，“中电”二厂的出品《忠义之家》，也是一部反动的影片，由吴永刚编导。
 《忠义之家》描写上海一个家庭在八年抗战中的经历。
主角是一个老人和他的儿媳。
儿子在抗战爆发后参加了空军，后在某次空战中殉职。
影片描写了这个家庭怎样在敌伪压迫下含辛茹苦地生活，怎样受到邻居汉奸的诬告，以及老人怎样参
加爱国活动，掩护了“爱国志士”，还让出了自己的一个房间给一个国民党“特工人员”安置秘密电
台，更进而为了帮助这个“特工人员”而与“韩国爱国者”联系，取得敌方的空军情报，及时电告美
国空军，得以炸毁敌军机场。
影片最后，抗战胜利，老人一家热烈地参加庆祝胜利游行。
这时重庆“政府”发来电报，追赠他儿子为空军中校，褒奖他一家为“一门忠义”，而那个汉奸也被
“政府”逮捕法办。
 仅仅从这些简单的情节里，人们已经可以显然看出，编导者不是从人民抗战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国民
党反动统治的正统观念出发来创作这部影片的。
它不仅隐瞒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的事实，而且将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国民党特务（所谓“特工人员
”），伪装成抗战“英雄”。
影片末了，老人对胜利回到上海的那个国民党特务说：“这八年的苦难换来的胜利，我们像是在漫漫
的长夜里走完了一条遥远的路，放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可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未来的新中国，我们还
要负起更重的担子，踏上更遥远的长途，要把给敌人破坏了的旧山河重新建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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